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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郑天然

“王者归航，海天同悲；不朽功勋，逝魂永垂！”

9 月 19 日上午，军地各界人士在北京八宝山送

别久负盛名的空战英雄——曾经击落击伤 9 架敌机

的空军原司令员王海上将。这一天，恰巧是全民国

防教育日，北京市在部分区域试鸣防空警报，提醒

人们居安思危，不断增强防空意识。

“九星战绩，威震九天。”王海是人民空军历史

上 的 传 奇 人 物 ， 是 5 名 “ 空 军 一 级 战 斗 英 雄 ” 之

一。他所驾绘有 9 颗红星的 079 号功勋战机被中国

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今年 8 月 2 日，这位从

战火中走来、曾叱咤蓝天的战斗英雄在北京逝世，

享年 95 岁。

王海 20 岁参军，是空军第一所航空学校最早

的学员之一。历任空军航空兵师长、副军长、广州

军区空军司令员、空军副司令员、空军司令员，飞

行事业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生命。这两年，90 多

岁的王海仍在关注空军新一代战机的发展。他曾寄

语空军歼-20 飞行员们：“飞歼-20 了，希望年轻

人好好飞，我非常满意。”

晚年的王海满头白发，精神矍铄，提起飞行，

他总是神采飞扬、侃侃而谈：飞行员必须勇敢、坚

强，不勇敢的飞行员是飞不好的。退休多年后，王

海仍然清晰地记得第一次上战场，参加空战前信誓

旦旦说过的话：“你美国人是一个人，我中国人也

是一个人，我就不相信打不下你们！”

这场让王海牢记一生的战争就是震撼世界的抗

美援朝战争。

1950 年 10 月 ， 中 国 人 民 志 愿 军 跨 过 鸭 绿 江

时，24 岁的王海从航校毕业只有 1 年多。很快他和

战友们也驾驶战机升空投入作战，与当时号称“世

界王牌”的美国空军展开较量。

据王海晚年回忆，当时的中国飞行员飞行经验

匮乏，多数人只在喷气式飞机上飞过二三十个小

时。但年轻的飞行员们个个满腔热血、英勇无畏，

出征前夕，时任大队长王海代表大队全体人员立下

誓言：“别看我们都是没有打过空战的新手，我们

绝不怕美国那些‘老油条’。我们有压倒一切敌人

的英雄气概，而决不被敌人所压倒！”

1951 年 11 月 18 日，王海率领大队，打出了被

载入空军战史的一仗。那天下午，王海所在团奉命

升空拦截敌机。就在编队攻破了美国轰炸机机群阵

形，准备逐个击破时，王海突然发现左前方的低空

处，出现了 60 多架美国 F-84 战机。

敌我双方实力悬殊，但王海毫不慌乱。“跟我

攻击！”找准时机，王海一声令下，率领本大队的

6 架 飞 机 猛 冲 下 去 ， 从 6000 米 的 高 空 直 接 俯 冲 至

1500 米的低空，一举冲散了敌机队形。

王海大队来势凶猛，但美国飞行员更具实战经

验。很快，他们调整为“罗圈阵”战术，将数架飞机首

尾相连。面对比自己经验丰富得多的对手，王海和战

友们凭借过人的勇气和过硬的技术，半步不退。

他们不断升空，俯冲，再升空，再俯冲⋯⋯六

道银箭如同合在一起的巨大铁锤，一次次砸在敌机

的“铜墙铁壁”上。

“敌人被我们打晕了，摸不清我们究竟有多少

飞机。”后来王海骄傲地说。在那次交锋中，他们

缠斗在一起，王海几乎可以看到对面机舱里的敌机

飞行员。最近的一次，王海在不到 500 米的距离开

火，敌机在他眼前爆炸，而对方的子弹也打在他的

机翼上。

短短 10 分钟内，王海本人击落两架敌机，他

所在的大队共击落 5 架敌机，自己则无一伤亡，打

出了 5∶0 的战果。

“这一仗打得很过瘾，很解气，狠狠地教训了

美空军一顿，我们大队的飞行员个个扬眉吐气。”

50 年后，王海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事实上，加入空军、参加战斗，是王海儿时便

有的梦想。从小生长于山东威海，王海亲眼目睹过

外国的水上飞机在自己国家的刘公岛起降。那时中

国还没有空军，他看着飞机打靶，心里想：如果有

一天我也能飞上天空该多好。

抗美援朝战场上，飞行员王海与战友们凭借

“不怕死”的胆量英勇作战，让世界各国在一夜之

间将中国视为空军强国。而王海的名字，也随着一

次次战斗的胜利声名鹊起，享誉军内外。

参战期间，王海共击落击伤敌机 9 架，被记特

等功、一等功。他所带领的大队，也因击落击伤敌

机 29 架、人人有战绩，荣立集体一等功，被誉为

英雄的“王海大队”。

1984 年，已成为空军副司令员的王海访问美

国，当时的美国空军参谋长加布里埃尔听到这个名

字后，起身致敬，激动地说：“我们认识，我们交

过手。我就是被他打下来的。”

那时，战争已经远去，昔日的对手“不打不相

识”。王海听后哈哈一笑，回答道：“你们再进攻我

们，我还把你们打下来。”

尽管已是全国闻名的大英雄，但在身边人看

来，王海始终保持着朴实的本色。同样参加过抗美

援朝空战的飞行员陶伟回忆，王海总是“一口胶东

话，说话很实在”。

王海的生死战友、被誉为“铁杆僚机”的焦景

文的儿子焦克坚熟悉这位“英雄伯伯”，然而，直

到王海去世后，他回忆起来第一感觉仍是“好像没

有什么特别的”。

“以前的事他们都绝口不提，也从来不会把荣

誉挂在嘴边，只专注于当下。”接受中青报·中青

网记者采访时，焦克坚说，即使是王海与焦景文相

聚，两人也只是闲话家常。这导致两家的孩子们在

很长一段时间，并不知道父辈们“英雄”在哪里。

“战斗留下的烙印已经刻在他们骨子里了，荣

誉只是过去的证明，不值得炫耀。”焦克坚说，如

果有什么是从英雄父辈身上学到的，那就是认真做

好自己的工作，绝不提自己是英雄的子女。

退休后，老英雄王海对女儿叮嘱最多的一句话

是“好好工作，尊敬领导，团结同事”。

但那段记忆已经深深烙刻在了生命里，成为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晚年时，王海的记忆力减退，很

多事记不清了，但每每有人问起他击落击伤过几架

敌机，王海都会毫不迟疑地回答：9 架！

如今，他驾驶的那架战功赫赫、绘有 9 颗红星

的 079 号功勋战机就停放在军事博物馆一层的展厅

里，王海曾在退休后专程去看过它。谈起曾经的“战

友”，他如数家珍，哪里有弹孔都一清二楚。而当看到

贴在墙上的“王海大队”黑白照片时，老人颤巍巍地伸

出布满皱纹的手，轻轻抚摸，准确叫出每一位战友的

名字。

“今天的荣誉不是王海一个人的，是整个大队

的，这是团队取得的战果。”王海不止一次这样说。抗

美援朝胜利后的几年，他曾数次梦见牺牲的战友。他

的回忆录扉页写着一句话：“谨以此书献给参加过抗

美援朝战争的战友们和英烈们！”

在如今的“王海大队”大队长杨俊城看来，王海

正体现了“将与帅的区别”。“他不是一个人强就够

了，最厉害的是他带出了一个英雄的大队，每个人都

是英雄。”

“王海和‘王海大队’的精神流传至今，尽管

环境和装备都已与当年不同，但必胜的胆魄和决心

都没变。”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杨俊城

自豪地说。今年的一次空战对抗中，“王海大队”的

年轻飞行员陈鑫浩面对数架“敌机”拦截，果断调

整战术，勇敢迎战。

更让杨俊城感到骄傲的是，陈鑫浩刚刚改装新

型战机不久，飞行时间刚超过 100 小时。“这与当年

的情况何其相似。”杨俊城说，每每出任务时穿过走

廊，路过挂在墙上的王海照片，他都会想起那句从战

争年代流传下来的大队口号：首战用我，用我必胜。

英雄精神，激励后人。去年“六一”前夕，空军后

勤部蓝天幼儿园组织了一场特别的快闪活动，77 名

“蓝天娃”来到军事博物馆，在 079 号功勋战机前演

奏和齐唱《我和我的祖国》。

园长薛小丽记得，活动当天，老师前后带着孩子

们 3 次进出博物馆，“他们舍不得走，围着战机问这

问那，都说长大了也要去开战斗机”。后来的音乐快

闪《蓝天娃的英雄情》中，王海老英雄出镜，孩子们兴

奋地指着屏幕大声说：“这是我们心中的英雄！”

同 在 音 乐 快 闪 中 出 镜 的 空 军 歼-20 飞 行 员 陈

浏，深情表达了对王海老英雄的崇敬和热爱。他说，

作为一名从“蓝天娃”成长起来的歼-20 飞行员，一

直崇拜空军的战斗英雄，以勇敢善战的老前辈为榜

样，热爱祖国，守卫蓝天。

英雄高飞，不再返航。而王海的身后，一代又

一 代 年 轻 的 空 军 飞 行 员 ， 正 驾 驶 歼-20 等 新 型 战

鹰，飞向更高、更远的天空。

英 雄 高 飞

□ 肖艳飞 李洋洋文并摄

河南开封某地，矗立着一座巍峨的伞塔。伞塔

前，空降兵某旅官兵和来自驻地的 100 多名中小学

生庄严列阵，主席台上方悬挂的“‘寻根溯源、励

志追梦’——庆祝空降兵成立七十周年向伞塔宣誓

仪式”横幅格外醒目。

“礼兵就位！”9 月 8 日 9 时 17 分，随着指挥员

一声令下，该旅庆祝空降兵成立 70 周年系列主题

活动正式拉开大幕。数字“9”和“17”对空降兵

官 兵 来 说 ， 有 着 特 殊 的 意 义 。1950 年 9 月 17 日 ，

空军陆战第一旅在开封宣告成立，开启了空降兵

70 年的辉煌征程。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在

该旅一营营长梁庭的带领下，全体官兵昂首挺胸，

面对伞塔庄严地举起右手重温军人誓词，铮铮誓言

响彻现场。

92 岁高龄的开封干休所离休干部王福荣也站

在宣誓的队伍中，他是新中国首批伞兵之一。老人

家满头银发，面对曾经陪伴自己战斗的伞塔，他的

誓言铿锵。王福荣介绍，伞塔修建于 20 世纪 60 年

代，塔为圆柱型钢筋混凝土结构，塔高 85 米，是

国内建筑最早、最高的跳伞塔。

伞塔上部设有 3 座悬臂跳台，是国内著名的国

防 体 育 运 动 设 施 ， 当 时 被 称 为 “ 亚 洲 第 一 塔 ”。

2017 年，伞塔被河南省列入文物保护单位，2019
年入选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作为伞兵的

摇篮，70 年前，中国空降兵从这里迈出了从天而

降的第一步，伞塔是空降兵部队的“精神图腾”，

激励着一代代官兵开拓进取、奋发有为。

“举枪！预备——放！”宣誓完毕，指挥员一声

令下，50 名鸣枪礼兵举枪，动作整齐划一，集体

鸣枪 12 次。枪声久久回荡在空中，“鸣枪礼”不仅

增强了仪式的严肃性，更表达了官兵们对老一辈空

降兵人的崇高敬意。

“遗址是永恒的丰碑。”在伞塔精神的砥砺下，

该旅形成了“忠勇、胜战、实干、开新”的常胜精

神，每逢新兵下连、新毕业干部入营、老兵退伍、

演习出征等重大活动，官兵们都会在伞塔下举行宣

誓活动，激励大家的忠诚意识和胜战血性。

去年年底，在执行某跨区域空降战斗演练前，

该旅组织全体参演官兵在伞塔前举行出征仪式。仪

式上，旅长李强带领官兵回顾了第一代空降兵人如

何克服困难实现升空跳伞的历史。在伞塔的见证

下，部队各营连在出征前相互开展挑应战、表决心

活动。半个月后，官兵们胜利凯旋，圆满完成任

务，部队战法技法实现多个突破，集群空降作战能

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英 勇 的 空 降 兵 ， 飞 向 敌 后 ⋯⋯” 仪 式 最 后 ，

官兵们齐唱 《空降兵战歌》。气势磅礴的歌声，诠

释着官兵们在践行强军梦征途中的信心与决心。正

是这种矢志不渝的信念，激励着该旅官兵不断发扬

传承“第一敢争、红旗敢扛、危险敢上、重担敢

挑”的战斗精神。近年来，该旅先后在高原、山

地、戈壁等复杂环境下，多次完成跨区域空降对抗

演 练 、 红 蓝 对 抗 演 习 、 运-20 试 验 试 训 等 重 大 任

务，部队战斗力实现了新跨越。

宣誓仪式结束，官兵们来到主席台后，参观

“红心永向党·战旗美如画”庆祝空降兵成立 70 周

年建设发展百米长卷成就展，深入学习空降兵历

史，体悟空降兵发展成就。

“我们这支部队曾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

美援朝等战场上辗转征战，屡建功勋⋯⋯”讲解员

介绍空降兵部队的战斗历程，当讲到上甘岭战役

时，展板上一幅幅黑白老照片，无声诉说着先辈们

迎难而上、不怕牺牲的战斗故事。

在上甘岭战役最惨烈的阵地争夺战中，秦基伟

军长号召“抬着棺材上阵地”“婆娘娃娃一起上，

打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坚守阵地”“15 军的人流血不

流泪”“人在阵地在”，这些充满血性的誓言传遍了

阵地上的每一个坑道，极大地鼓舞了部队士气。上

等兵郭阳充满敬意地说：“上甘岭战役，是坚守防

御作战的光辉典范，革命先辈们用实力打出了国

威！参观展览，让我对‘我们是英雄的传人’有了

更深刻的理解。”

此次展览以“红心永向党、战旗美如画”为主

题，主要设“凯歌百代铸忠诚”和“奋进强军新时

代”两大篇章共 13 个版块内容，全长 138 米，主题

鲜明、内容丰富，充分展现了空降兵成立 70 年来

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丰硕成果。

参观过程中，一幕幕既熟悉又亲切的场景令官

兵们自豪感油然而生：“这个任务我参加过”“拍这照

片时，我就在现场”“这个先进典型是我同年兵⋯⋯”

下士旦汝明在展板上看到自己参加比赛夺冠的照片

后感慨说：“我们不光是历史的探寻者，更是参与

者，作为空降兵传人，我一定会奋勇向前，为空降

兵建设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观完成就展，官兵们来到旅大礼堂观看“常

胜天兵”主题文艺汇演。演出主要以兵写兵、兵演

兵、兵唱兵的形式进行，用身边事讲述强军故事、

用身边人演绎强军征程。舞台上，慷慨激昂的歌

声、诙谐幽默的小品、刚劲有力的舞蹈为官兵们带

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

身着新式迷彩服，伴着激昂的音乐，一个个英

姿飒爽的身影闪亮登场⋯⋯演出在歌舞中拉开帷

幕。灯光照射在人字形舞阵上，矫健的舞步、张弛

有致的动作，舞台背后 LED 屏幕上，空降兵历史

上的大事件一一呈现，部队组建第二天就展开突击

训练，仅训练 11 天就完成首次跳伞⋯⋯16 名官兵

表演的 《从天而降》，用舞蹈的方式演绎出 11 天训

练的种种艰辛，展现了第一代伞兵人英勇顽强的战

斗精神。

“ 左 眼 被 打 伤 的 王 和 良 背 起 腿 被 炸 断 的 薛 志

高，两人团结协作坚持战斗⋯⋯”由两男两女参演

的配乐诗朗诵 《血脉》，为官兵们描述了上甘岭战

役的残酷和英雄的伟大，敲响了“天下虽安，忘战

必危”的警钟。

“军营是个大家庭，只有每名官兵都把部队当

家建，部队全面建设才能画出最大同心圆。”舞蹈

节目 《民族兄弟》，由来自不同民族的 12 名官兵身

穿民族服装演绎，他们用欢快的特色歌舞展现部队

团结友爱、同心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我不能 给 组 织 添 麻 烦 ， 离 开 也 是 强 军 ！”6
人短剧 《为改革而生》 语言朴素、情感真挚，以

新一轮国防和军队改革为背景，展现了官兵服从

改革大局的政治觉悟和投身改革、奉献改革的精

神风貌。

从高原破袭到大漠狼烟、从北疆砺兵到异国

赛场、从炎炎烈日到雨雪冰霜⋯⋯一系列重大演训

任务照片制作的幻灯片，上演了一场硬核视觉大

片。配上突出新兵元素的男女群舞 《青春士兵》，不

仅展示了该旅官兵良好精神状态和部队新风新貌，

还让官兵在重温完成的各类重大演训任务中筑牢战

斗精神。

“ 常 胜 模 范 ， 常 胜 模 范 ， 就 是 我 们 ， 瞄 准 一

流，再立功勋⋯⋯”演出在官兵合唱旅歌 《常胜·

常胜》 中落下了帷幕。气势磅礴的歌声中，表现出

该旅官兵高擎天兵常胜旗帜，锐意进取、持之以

恒，再创新辉煌的壮志豪情。

锻造“常胜天兵”

9 月 19 日上午，军地各界人士在北京八宝山送别空军原司令员王海上将。在抗美援朝空战中，王海击落击伤 9 架敌机，先后荣立过二等功、一等功、特等功，被授予“一级战
斗英雄”称号。王海所带领的“王海大队”，与号称“世界王牌”的美国空军激战 80 余次，击落击伤敌机 29 架，荣立集体一等功。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至今还陈列着王海
当年驾驶的 079 号米格-15 战斗机。 申进科/摄

空降兵某旅官兵面对伞塔庄严宣誓。

□ 海 洋 牛洪宇 陈 松

9 月下旬，辽东某野外驻训场，第 79 集团军某

旅合成三营战术考核突遇暴雨，官兵们顶风冒雨

发起战斗。战车轰鸣，飞转的履带裹挟着泥浆，步

兵载员紧跟战车，利用步坦协同、交替掩护的战

术，向“敌”据点发起进攻。虽然天候恶劣，但他们

精准协同，奋勇冲锋，成功完成了山地进攻战斗演

练考核。

三营诞生于炮火纷飞的抗日战争时期，77 年

征程中，该营先后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

美援朝战争，参与过解放石家庄、攻克新保安、挺

进太原城等著名战役战斗。

69 年前，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中，为

断敌退路、阻敌增援，上级命令三营担任战役穿插

迂回的先头营，强渡临津江直插道峰山。

道峰山是汉城、议政府间的最高峰，是西线守

敌退往汉城的交通隘口，敌人在此精心布防 4个多

月。面对地形陌生、情况不明等种种困难，营长宋进

才在团作战部署会上一捋袖子，“把穿插道峰山任务

交给我们，如不能按时穿插道峰山，我提头来见！”

1951 年 4 月 23 日，战斗打响时，临津江江面

被炮火映得一片通红。三营官兵从埋伏地域伴着

嘹亮的冲锋号，向敌阵地发起猛烈冲击。初春的江

水寒冷刺骨，官兵们毅然跳进江中，仅 20 分钟就

突破临津江，如一把尖刀插向道峰山方向。

在敌纵深战斗过程中，他们凭借顽强的战斗

意志，打破敌 7 次阻击，长驱直入敌纵深 60 余公

里，胜利夺占道峰山。

经过 5 天的鏖战，全营官兵弹尽粮绝，只能靠

着“桑树叶子加盐巴、树皮树根加野果”充饥果腹。

但大家抱着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坚定信念，在伤亡

惨重的情况下在道峰山顶坚守 4 昼夜，击毙敌人

400 余 人 ，俘 敌 3 人 ，炸 毁 敌 坦 克 4 辆 、汽 车 10 余

辆。战后，三营被志愿军总部授予“道峰山营”荣

誉称号。

战火硝烟打头阵，转型建设当标杆。道峰山营

从炮火硝烟中走来，向着打赢未来战争新征程激

流勇进。政治教导员王鑫表示，经历战火考验，三

营积淀形成“勇猛顽强、勇挑重担、勇当先锋、勇往

直前”的“四勇”精神，在一茬茬官兵中赓续传承。

今年年初，辽沈大地风寒料峭，滴水成冰。某

驻训场铁甲云集，合成三营冬季实装训练如火如

荼，在零下 23 摄氏度的山沟沟里掀起阵阵热浪。

“榴弹，正前方，敌坦克，1500，歼灭！”随着班长

何小风下达指令，呼啸出膛的炮弹精准命中目标。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如催征鼙鼓，擂响战斗力

转型新征程。三营打破常规开展极限训练，实施高

强度、高难度、高标准挑战，在极寒条件下把人装

潜能发挥到极致。

“道 峰 山 营 ，道 峰 山 营 ，火 红 的 战 旗 血 染

成 ⋯⋯ ”三 营 官 兵 在 寒 风 凛 冽 的 演 兵 场 上 唱 响

这 首诠释营队厚重历史和光荣传统的道峰山营

营歌。从那阵阵嘹亮的歌声中，能够深刻体会他们

对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无尽尊崇，以及被他们刻

到骨子里的铁血豪情。

新一轮国防和军队改革中，三营同样经受着改

革转型、整编换装的“换羽之痛”。面对新编制、新装

备、新大纲，如何攻破关口，实现快速转型，成为当时

摆在营队面前的难题。转型之初，有90%以上的官兵

涉及岗位调整、专业调换，开局之路步履维艰。

“抗美援朝战场上，先辈们当尖刀、啃硬骨，打

败了装备精良的敌人，让胜利的旗帜在高地上飘

扬，今天我们更要勇挑重担，争当转型建设的先

锋。”面对困局，时任营长王巨磊激励大家，“如今

钢多了，气要更多！”

全营官兵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坚韧劲儿，探索

出“抽取共同集中训、区分情况重点训、模块组合连

贯训”的组训路子，在转型路上驶入了快车道。今

年，营队官兵100%拿到等级证书，专业考核优良率

达到80%，完成了由机械化向合成化的新跨越。

2019 年，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阅兵式上，踩

着《钢铁洪流进行曲》铿锵有力的节拍，“道峰山

营”战旗光荣地接受了祖国和人民检阅。

“这是一份殊荣，更是一份责任，激励着全营

官兵勇猛无畏、攻坚克难。”教导员王鑫介绍，多年

来，官兵始终依靠“道峰山精神”凝神聚魂，每当新

兵入营，学的第一首歌就是道峰山营营歌，参与的

第一项活动便是参观营队荣誉室；执行重大任务

前，他们都会举行向营旗宣誓活动，回望营队战斗

历程，把勇挑重担、勇于争先的先锋气质深植兵之

初、官之初。

2017 年 5 月，三营官兵踏上风沙漫天的科尔

沁草原展开实战化练兵。在进行步战车战术考核

时，一辆步战车刚出壕沟，又被 1 米高的崖壁拦住

了去路。面对高度近自身一半的障碍物，只见驾驶

员迅速调整档位，放缓车速，控制步战车左右履带

交替前行，摇摆着爬上崖壁。

训练中，他们始终以“不断逼近极限，突破战

斗力瓶颈”为信条，在反复练习中让人和武器装备

结合更加紧密。考核中，不到 5 公里的路上分布着

土岭、反坦克壕、岩壁、雷场、蛇形弯道等 20 多个

障碍。一次上下坡，步战车因为速度过快导致履带

松动险些脱落，驾驶员当机立断侧倾拐弯，竟将脱

落一半的履带硬生生“挤”了回去。

初秋时节，一场合成营对抗演练骤然打响。演

练一开始，侦察参谋迅速进入情况, 计算侦察范围、

概算侦察目标、建立“敌军”模型、确定目标等级，分

析判断情况被量化成数据模型。与此同时，侦察兵借

助无人机空中侦察，精准获取“敌”工事构筑及兵力

部署情况，并通过便携数据终端传回前沿情报。

营指挥所迅速就战斗实施、作战保障、火力调

控等进行评估，确定战斗方案。“各分队按 1 号方

案，行动！”营长果断下达命令。火力支援交错布

控、装备维修随战随保⋯⋯全营 10 多个兵种专业

数百名官兵闻令而动，在各自战位经受硝烟洗礼，

最终以红方险胜拉下战幕。

多年来，三营历经数次改革转型，从摩托化到

机械化再到如今的“合成化”，新时期的道峰山营

官兵，将不断传承先烈精神，经受实战摔打磨练，

高擎战旗向着新的高地冲锋。

高擎战旗再冲锋


